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
2017 年我国发明专利有关情况和企
业排名。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发
明专利申请量为138.2万件，同比增长
14.2％。共授权发明专利 42.0 万件，
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32.7万件，同
比增长8.2%。专利事业迸发出量质齐
升的澎湃动力，从知识产权大国迈向
知识产权强国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

创新能力日益增强

企业在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方面
表现得十分出色。“2017年，我国国内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拥有量中，企业所
占比重分别达到 63.3%和 66.4%，较
2016 年提高 1.6 和 0.9 个百分点。”国
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司长毕囡
表示。

2017 年，在我国国内（不含港澳
台）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企
业中，既有华为、中石化、中兴、京东方
这样的榜上“常客”，也有和欧珀一样
首次上榜的业界新锐；既有格力电器、
联想、国家电网这样的资深实力派，也
有中芯国际集成电路等后起之秀。

“此次发布的企业发明专利授权
量排行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最新进展，用
一个词概括其特点就是多样性。”中
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
员刘海波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像生
物多样性是生态体系的表征一样，
榜单前十企业的多样性，表征了我
国创新生态体系活跃性越来越好、
坚韧度越来越高、可持续创新潜力越
来越大。

重庆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苏平认为，榜单直接反映出我国部分
企业的创新能力持续加强，企业作为
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的主体地位日益
稳固。细数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
排行榜，华为、中兴通讯、京东方、欧
珀、联想都是以通信、电子信息技术为

主的科技型企业，在十强中占据五
席。同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

《2017全球创新指数》100家创新企业
集群 PCT 申请授权量中，中兴通讯、
京东方、华为也都赫然在列，这足以说
明我国企业在这些领域逐渐占据主导
地位。

此外，作为研发密集型企业的代
表，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
限公司也凭借授权862件发明专利跻
身十强。“这表明企业只要重视创新，
加大专利保护和运用，也能后来居
上。”苏平说。

与 2016 年国内（不含港澳台）企
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排行榜相比，不难
发现两年排名前五的企业基本保持一
致。对此，苏平解释说，专利创造、申
请、授权等工作与创新发展的规律息
息相关。一方面，在新一轮全球创新
竞争主导范式的影响下，上述企业把
知识产权战略摆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
置，投入了大量研发力量开展创新，授
权数量自然就多；另一方面，在专利市
场上尝到甜头的企业格外重视专利布
局，对其创新成果都采取了专利保护
措施，并通过专利运营为企业增值，形
成 从 创 新 到 专 利 再 到 获 益 的 良 性
循环。

更加注重质量提升

与以往不同，此次国家知识产权
局仅公布了国内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
的排名，而没有公布国内企业发明专
利申请量排名。对此，国家知识产权
局新闻发言人胡文辉解释说，对专利
统计数据公开内容进行调整是为了进
一步提升专利质量，更好地发挥专利
统计指标的创新导向作用。

“这确实给我们释放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我国将更加注重专利申请的质
量。”苏平表示，从目前公布的我国专
利授权量在全球的占比来看，我国专
利已经完成数量取胜，成为名副其实

的知识产权大国，接下来要向质量提
升转变。据悉，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共
计135.6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到9.8件。

“专利创造水平稳中有进，得益于
近年来我国在注重提高知识产权数量
的同时，更加关注知识产权质量和效
益的提升。”毕囡介绍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质量取
胜、数量布局”理念，启动实施专利质
量提升工程。聚焦专利工作全链条，
围绕专利的申请、代理、审查、保护以
及运用等重要环节，制定一系列有针
对性的措施，多策并举提升专利质
量。提高专利运用效益，营造良好的
专利保护环境，促进高质量创造和高
价值专利实施。

“天眼”探空、“蛟龙”下海、“鲲龙”
首飞成功、高铁跑出“中国速度”……
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我国专利创
造形成了量质齐升的良好局面。在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划分的 35 个技术领
域中，2017年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高
于国外来华发明专利拥有量的达 30
个。“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国
外来华申请发明专利的企业毕竟不在
多数，从数量布局到质量取胜还有一
段很长的路要走。”苏平说。

“此次发布的专利统计内容有了
明显改变，确实传达了政府主管部门
对当前专利形势的判断和下一步政策
调整的信号。”刘海波认为，当前打造
高质量核心专利应该列为我国专利工
作的重中之重，但从数量取胜向质量
提升的转变过程，是漫长的更是痛
苦的。

部分领域有待加强

虽然我国企业在移动通讯、电子
信息技术、化工等领域成长迅速，但也
要看到部分领域专利布局与国外尚存
差距。“目前，在光学、医学技术、发动

机、音像技术和运输等5个领域，国外
来华发明专利拥有量高于国内发明专
利拥有量。”毕囡介绍说，从维持10年
以上的发明专利拥有量来看，国内仍
在29个技术领域中数量少于国外，仍
需在上述领域继续大力培育高价值核
心专利。

“移动通讯、电子信息等行业如
果大力投入研发，能够在短期内呈现
技术成果。而要想在高端制造业上
有所突破，必须在轴承、齿轮、减速
器、传动装置等核心技术上进行长期
攻克。”在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主任唐恒看来，我国之所以在光学、
运输、发动机等高端装备上专利布局
不足，是因为在这些领域缺乏创新
积淀。

专利是企业掌控市场、参与竞争
的战略武器，而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则
是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不二法
门，因此在高端装备领域进行专利布
局对于振兴我国实体经济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就像战略武器需要长时间
预研、高投入研制、高强度测试、高质
量生产一样，在发动机、运输等领域培
育高质量核心专利需要勇于攀登的创
造魄力和持之以恒的创新定力。”刘海
波说。

专利维持时间短的一个很重要原
因是专利本身质量不高，运用价值低，
技术市场需求萎缩。“从维持 10 年以
上的发明专利拥有量来看，我们确实
与国外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说明我
国在这些技术领域的专利质量还不够
高。”苏平建议说，未来，我国企业要加
大研发投入，根据技术发展方向预先
做好专利布局规划，从创新源头上提
供好技术。同时要进一步强化专利运
用能力，提升专利产业化水平。

“国家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应该适
度地将重点向专利维持时间上偏移。
企业也要更加注重专利的二次甚至是
多次研发，瞄准行业前沿，不断把商业
需求和专利创造相融合，赋予其更强
的市场功能，这样才能有效地延长专
利维持时间。”唐恒说。

2017年我国专利事业量质齐升，专利创造稳中有进，中国专利开始进入

发展新时代——

从数量取胜向质量提升迈进
本报记者 李芃达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7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
请量和拥有量中，企业所占比重分别
达到 63.3%和 66.4%，较 2016 年提高
1.6和0.9个百分点；企业对我国国内
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3.5%。一个个令人欣喜的数字是我
国专利创造结构性优化的缩影，更是
国内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的
展现。

企 业 既 是 参 与 市 场 竞 争 的 主
体，也是创新创造的主体。专利就
像一座桥梁，一头连着市场，一头
连着创新。披上专利的铠甲，创新
成果就不再是任人窃取的板上鱼
肉，而企业也有了主导市场格局的
制 胜 法 宝 。 在 当 今 “ 互 联 网 + ”

“AI+”的时代，“+IP”“+专利”几

乎是现代企业的标配。对于想在激
烈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企业
来说，“只有专利是不行的，但是没
有专利是万万不行的”。

正是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发明专
利，大疆才能在美国和欧洲多次针对
侵权商品开展法律行动，迫使侵权厂
商撤出市场，并成功应对两起美国非
专利实施体 （NPE，俗称“专利流
氓”）的无理诉讼，让整个无人机行
业见识到了大疆专利的稳定性和创造
力。截止到 2017 年年底，大疆在美
国、日本、欧洲等全球各地共授权专
利接近1900件。正是经过了30余年的
不断创新，华为才能凭借其雄厚的专
利实力，在与三星的两场“专利战”
中均获胜诉，使得三星公司陷于可能
被迫退出我国 4G 手机市场的不利

境地。
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御，

中国企业始终以创新为矛，以专利为
盾，在国际竞争中攻守兼备、游刃有
余。创新彰显成效，投入有所回报，
这也更加坚定了企业自身持续进行技
术研发的信心。

“春江水暖鸭先知”。深耕在市场
最前端，企业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市场
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企业把依托市场
导向而形成的创新成果转化为专利，
通过这些专利的有效运用获取收益，
继续扩大创新规模，从而形成技术研
发到专利获利再到技术研发的创新
链条。

2017年前三季度，京东方企业营
业 总 收 入 69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1.41%；手机液晶屏、笔记本显示

屏、平板显示屏的市场占有率稳居全
球第一，显示器屏幕、电视显示屏幕
出货量位列全球第二。这是京东方以
全年新增专利申请量8678件、累计超
过6万件可用专利为武器，在显示行
业打响的一场企业利润快速增长战。

“技术研发经费比例一直保持在销售
额的6%至8%，并不断增加知识产权
相关投入。”京东方人凭借对创新的
坚持和对专利的重视，连续两年成为
美 国 专 利 服 务 机 构 IFI Claims
TOP50增速最快的企业。

创新驱动发展，专利引领创新。
没有创新，专利只是一纸毫无意义的
证书；离开专利，创新也变得弱不禁
风。只有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才
能为中国企业的高速发展送去千里
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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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矛 专利为盾
□ 宋 胤

FAST工程全景。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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